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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er Personal Proficiency Testing）是指对使用智能训练软件，

在人工智能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进行数据库管理、算法参数设置、人

机交互设计、性能测试跟踪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员进行能力验证。

为提高人工智能领域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水平，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认研中心”、

英文简称“CCAI”)决定开展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工

作。为规范认研中心人员能力验证工作，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合格评定技术体系文件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人员能力验证管理

办法》等文件，组织制定《人工智能（AI）训练师 人员能力验证规

则》。

1.本规则是认研中心开展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的

基本依据，内容包括概况、基本要求、验证要求、验证规则、验证内

容比重。

2.本规则以现阶段人工智能领域从业人员所需理论知识与实践

水平为目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规范企业行为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领域从业人员的工作范围、岗位职责和知识水

平做了明确规定。

3.本规则参考了《合格评定 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ISO/IEC

17043)、《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ISO 13528）

中的全部或部分条款，既保证了规则体系的规范化，又对行业从业人

员的水平及行业从业人员现状进行动态分析，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同

时也使其具有根据行业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人员能

力验证的需求。

4.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不属于职业资格类考试，

自愿参加，通过验证仅表明学员掌握了一定的财务专业理论知识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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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水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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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训练师 人员能力验证规则

1 范围

本规则是认研中心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

组织者和参加者双方都应当遵循的程序规则。

从事人工智能 AI 算法训练、测试和优化等方向工作的

相关人员;AI 模型设计和优化、数据审核、数据采集、数据

标注等相关人员；以及有志于从事人工智能(A1)训练师工作

的各类人员，均可申请参加认研中心人工智能（AI）训练师

人员能力验证。

2 引用文件

本规则参考并修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全部或部分条

款。所引用的文件不注明其发布日期，请各相关方注意使用

这些文件的有效版本（包括其修订案）。

2.1 《合格评定能力验证的通用要求》(ISO/IEC 17043)

2.2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

（ISO 13528）

3 术语和定义

人员能力验证：是指按照相关规定或标准，根据验证规

则，采取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素质考核、结果分析比对及验

证等方式，对人员的专业能力进行验证的合格评定过程。

原始分：参加验证人员答题得到的分数，最高为 100 分。

平均分：所有验证人员原始分的算术平均值，最高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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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

中等分：反映验证项目中等水平的分数，最高为 100 分。

标准差：反映原始分的分散性。

标准分：利用稳健统计方法，转化得到每位参加验证人

员的分数，分值在-100 至 100 之间。

百分比排名：比此原始分小的数据个数除以与此原始分

进行比较的数据个数总数。

4 人员能力验证组织要求

4.1 学习时长

参加人员能力验证建议满足相应的专业学习时长要求，

建议不少于 36 学时。

4.2 验证时间

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测验实行统一大纲、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验证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 4 次验证，

分别安排在 3 月份、6 月份、9 月份、12 月份的第四个周末，

验证时间为 120 分钟。

4.3 验证方式

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采取线上验证方式，

能力验证参加者的信息采用计算机验证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在线完成学员信息填报、验证、电子试卷管理等工作。

验证系统应具有人脸识别等防作弊功能。

采取线上验证的形式，能力验证参加者需在拥有摄像头

的电脑前参加验证，监考人员与能力验证参加者配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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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监考中心至少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4.4 验证结果

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结果划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注：人员能力验证结果详见第 6 部

分人员能力验证结果评价规则)。

对于能力验证参加者来说，纸质证书中赋予的原始分、

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为当期(或者某一时间段)验证结

果。同时要提醒能力验证参加者，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会根据该项目全部参加验证人员的成绩“排大队”，能力验

证参加者可以随时登录账号，线上关注自己的标准分 Z 和百

分比排名 PR 的变化。

4.5 验证内容

人工智能（AI）训练师能力验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工

智能基础知识》《编程语言与环境搭建》《数据预处理与标

注》《AI 训练师的核心技能》《项目实践与案例分析》五部

分内容，内容清单见附件。验证时，《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编程语言与环境搭建》《数据预处理与标注》《AI 训练师

的核心技能》《项目实践与案例分析》五部分内容占比分别

为 15%、20%、20%、25%、20%。

5 验证申请条件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中之一，可申请参加人工智

能（AI）训练师能力验证：

5.1 从事人工智能 AI 算法训练、测试和优化等方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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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相关人员；

5.2 从事 AI 模型设计和优化等方向的工作；

5.3 数据审核员、数据采集员、数据标注员等从事 AI 智

能人员；

5.4 学习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电子与信息大类、教

育与体育大类、医药卫生大类、装备制造大类学生；

5.5 政府机关单位人工智能负责人员，以及有志于从事

人工智能（AI）训练师工作的各类人员。

6 验证结果评价

6.1 统计量计算

6.1.1 平均分 A

所有验证人员原始分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pxA
p

i
i /

1






xi为第 i 名人员的原始分，p 为参加验证人员总数。

6.1.2 中等分 M

所有参加验证人员原始分的中位值。假设 p 名参加验证

人员原始分按递增顺序表示为：x1，x2，…，xp。当 p 为奇数

时，中位值为第(p+1) /2 位的原始分值；当 p 为偶数时，中

位值为第 p/2 位和第（1+p/2）位原始分值的平均值。计算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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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差值 D

参加验证人员原始分与中等分的差值。计算公式如下：

MxD ii 

6.1.4 标准差 S

按照稳健统计方法，以标准化四分位距作为标准差。将

参加验证人员的原始分按递增顺序排列，计算高四分位和低

四分位原始分的差值，然后乘以系数 0.7413（因子 0.7413

是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导出）即可得到标准化四分位距。

计算公式如下：

S=0.7413×（Q3-Q1）

式中，Q1为低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低于 Q1，

四分之三高于 Q1；Q3为高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

高于 Q3。

6.1.5 标准分 Z

每位参加验证人员差值 D与标准差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Z=D/S×50

标准分 Z 反映参加验证人员与中等水平间的差距。Z＞0

时，反映人员能力高于中等水平；Z＜0 时，反映人员能力低

于中等水平。根据统计学原理，基于正态分布假设，D/S 在[-2，

+2]的概率约为 95%。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和直观显示，乘以系

数 50 得到标准分 Z，而且，当计算 Z 值小于-100 或者大于

100 时，直接分别赋值为 Z=-100、Z=100。因此，标准分 Z

在-100 至 100 之间，Z 值越接近 100，说明参加验证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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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

6.1.6 百分比排名 PR

某参加验证人员百分比排名为 90%，表明该人员成绩比

90%的人成绩高。

6.1.7 合格率

验证等级为合格以上的人数占参加验证总人数的比例。

6.2 人员能力评价

6.2.1 反馈给参加验证人员的指标

参加验证人员成绩单列出原始分、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

名 PR 三个指标值，并注明含义。其中，成绩是否合格以参

加验证人员的原始分为评价基准。对于成绩合格的人员，再

按标准分 Z 的大小，分级列出成绩。具体如下：

当原始分＜60 时，表明能力验证参加者本次验证等级为

“不合格”，建议能力验证参加者进一步学习后，再次报名

参加验证。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100≤Z＜50 时，

表明能力验证参加者本次验证等级为“合格”。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 50≤Z＜100 时，表

明能力验证参加者本次验证等级为“良好”。

当原始分≥60，且标准分 Z=100 时，或当原始分=100 时，

表明能力验证参加者本次验证等级为“优秀”。

当标准差 S=0，则采取原始分判断规则：原始分<60 为

“不合格”；60≤原始分＜80 为“合格”；80≤原始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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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好”；原始分≥90 为“优秀”。

对于能力验证参加者来说，纸质证书中赋予的原始分、

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为当期（或者某一时间段）验证

结果。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会根据该项目全部参加验

证人员的成绩“排大队”，能力验证参加者可以随时登录账

号线上关注自己标准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的变化。

对每一名验证“不合格”的能力验证者，在发送成绩单

的同时，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和再次参加验证的方法。

6.2.2 认研中心监测指标

及时发布并动态更新每个能力验证项目参加验证的总

人数、平均分、中等分、标准差、合格率、最低分、最高分

等指标。此外，可以使用顺序标准分 Z 直方图直观显示参加

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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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料性附录）

人工智能（AI）训练师人员能力验证大纲

分类 大纲

一、课程简

介与人工

智能基础

知识

1.人工智能

的发展历程

与重要事件

人工智能的发展

阶段

人工智能的起源

人工智能的繁荣

人工智能的低谷

人工智能的复苏与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领域的

里程碑事件

专家系统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2.人工智能

的基本概念

与分类

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的广义定义

人工智能的狭义定义

人工智能的分类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超级智能

类人工智能

3.人工智能

的技术原理

与应用领域

人工智能的技术

原理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人工智能的应用

领域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机器人

自动驾驶

4.人工智能

的发展趋势

与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

趋势

技术进步

应用场景扩大

跨界融合

人工智能面临的

挑战

技术挑战

伦理挑战

社会挑战

Python 语言基础
Python 语言特点

Python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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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程语

言与环境

搭建

5.Python 编

程基础与语

法规则
Python 语法规则

变量与常量

运算符与表达式

流程控制

函数与模块

6.Python 面

向对象编程

与函数式编

程

面向对象编程的

概念

类与对象

封装与继承

多态

函数式编程的概

念

函数式编程特点

高阶函数

函数式编程库

7.常用AI编

程库和框架

介绍

Numpy 库介绍
Numpy 库简介

Numpy 数组操作

Pandas 库介绍
Pandas 库简介

Pandas 数据结构

Scikit-learn 库

介绍

Scikit-learn 库简介

Scikit-learn 机器学习算法

8.TensorFl

ow 与

PyTorch 等

深度学习框

架入门

TensorFlow 框架

介绍

TensorFlow 简介

TensorFlow 基本概念

PyTorch 框 架 介

绍

PyTorch 简介

PyTorch 基本概念

9.搭建AI开

发环境与实

践操作指导

搭建 AI 开发环境
选择合适的 IDE

安装 Python 与相关库

AI 编程实践操作

指导

编写第一个 AI 程序

调试与优化代码

实践项目与任务

三、数据预

处理与标

注

10.数据清

洗与整理方

法

数据清洗的概念
数据清洗的重要性

数据清洗的流程

数据整理的方法

缺失值处理

异常值处理

数据转换与规范化

11.数据预

处理技巧与

数据预处理的方

法

数据预处理策略

数据预处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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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数据预处理案例

分析

数据预处理案例介绍

数据预处理结果分析

12. 数 据 标

注工具与技

巧

数据标注工具介

绍

常见数据标注工具

标注工具的使用方法

数据标注技巧
标注规范与要求

标注技巧与策略

13.标注实

践与质量控

制

标注实践操作
标注实践流程

标注实践案例

标注质量控制方

法

标注质量问题

质量控制方法与技巧

14.项目案

例分享与讨

论

项目案例介绍
项目案例背景

项目案例实施过程

项目案例讨论 项目案例总结

四、AI 训

练师的核

心技能

15.机器学

习算法原理

与应用

机器学习算法原

理

线性回归

决策树

支持向量机

机器学习算法应

用

应用场景介绍

算法应用案例分析

16.深度学

习原理与实

践

深度学习原理

卷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

生成对抗网络

深度学习实践
实践案例介绍

实践操作指导

17.模型调

参技巧与优

化策略

模型调参技巧

网格搜索

随机搜索

贝叶斯优化

优化策略

Adam 优化器

RMSprop 优化器

Adagrad 优化器

18.模型验

证与评估方

法

模型验证方法
交叉验证

留出验证集

模型评估方法
ROC 曲线

混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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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分数

19.实际项

目案例分析

与讲解

实际项目案例介

绍

项目背景

项目实施过程

项目案例分析与

讲解

项目分解

项目讲解

20.AI 在各

领域的应用

案例与实践

AI 在各领域的应

用案例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AI 在各领域的实

践

实践案例介绍

实践操作指导

五、项目实

践与案例

分析

1.项目实践

图像分类任

务

图像分类任务介

绍

任务背景

任务目标

图像分类任务实

现

数据集准备

模型选择与训练

模型评估与优化

2.项目实践

自然语言处

理任务

自然语言处理任

务介绍

任务背景

任务目标

自然语言处理任

务实现

数据集准备

模型选择与训练

模型评估与优化

3.项目实践

语音识别任

务

语音识别任务介

绍

任务背景

任务目标

语音识别任务实

现

数据集准备

模型选择与训练

模型评估与优化

4.项目实践

推荐系统任

务

推荐系统任务介

绍

任务背景

任务目标

推荐系统任务实

现

数据集准备

模型选择与训练

模型评估与优化

5.项目实践

时间序列预

测任务

时间序列预测任

务介绍

任务背景

任务目标

时间序列预测任

务实现

数据集准备

模型选择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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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评估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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